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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／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提供 

新加坡政權交替的特色 

今年非常特別！全世界有近 50 個國家辦理全國性或地方性的選舉，將選出至少 20 位的國家領導人，

包括我國的賴清德總統、俄羅斯的普丁總統及美國 11 月大選。新加坡今年沒有辦理選舉，可是李顯龍

總理於 15 日將政權交接給黃循財。新加坡政權交接有以下幾項特點。 

首先，新加坡從第一任李光耀總理開始，都是主動交接政權，創下全世界特例。就內閣制理論而言，

領導人政權交替大多因執政黨選舉失利，或總理因故去職。可是，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一直是選舉常

勝軍，從李光耀總理開始到吳作棟總理，再到李顯龍總理，都是主動提出辭職而將政權交接。政治人

物大都戀棧權力，美國今年大選的 2 位參選人，甚至是高齡老者，新加坡領導人主動交接，創下當代

政治典範。 

其次，新加坡的卓越經濟表現不僅傲視亞洲各國，更領先全球主要國家。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料，

新加坡國民平均產值超過 9 萬美元，位居全球第五，僅次於盧森堡、愛爾蘭、挪威及瑞士。在 1970 及

80 年代，新加坡與台灣、韓國及香港號稱亞洲四小龍，但現在的新加坡早已超越其他三小龍，成為全

世界的富裕國家，創下世界經濟成長最快速的紀錄。 

第三，新加坡是舉世聞名的政治清廉國家。國際透明組織每年調查各國清廉印象指數，新加坡連續多

年是亞洲最高，亦是全球前五名，相較亞洲多數國家政治人物的貪腐，其清廉政治令人稱羨！ 

最後，新加坡平衡又靈活的對外關係獨步全球。人口不到 600 萬的新加坡，雖以華人為主要族群，卻

處於兩大穆斯林國家印尼及馬來西亞之間，具有高度族群敏感性。然而，新加坡提倡尊重馬來族群的

多元族群理念，例如新加坡有 4 種官方語言，卻獨尊馬來文是新加坡的國語，國歌也是馬來文；因此，

自李光耀總理開始，新加坡與印尼、馬來西亞始終維持友好信任的關係。 

此外，在冷戰時期，美國及前蘇聯互相對峙，他們所領導的兩大集團內的國家亦是如此。可是，新加

坡為了生存發展，同時與這兩大強權維持友好關係，使得新加坡得以超越政治籓籬，全力發展經濟。

海峽兩岸在冷戰對抗期間，李光耀總理同時獲得北京及台北的信任，成為世界唯一可以訪問兩岸的國

家領導人。如今美國在全球掀起「抗中」政策，似有意回到冷戰對抗，但新加坡依然堅持特定的外交

理念，又與主要國家及東南亞周邊國家維持穩定友好的關係。 

黃循財進入政壇超過 20 年，歷任新加坡 5 個不同的內閣部長，資歷相當豐富；他雖繼承前三代領導人

的成果，但亦將面對國內外的各項變局及挑戰，包括貧富差距的擴大、威權的社會控制、明年的國會

選舉、美中對抗的抉擇等，這些都將考驗新上任的黃循財總理。（作者為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教

授） 

 


